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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A2_98_E6_8A_A5_E9_c57_614325.htm 当深圳的市民从电视

中看到威尼斯双年展开幕的消息时，多半都会觉得这是发生

在遥远国度里一群艺术家的小范围活动，跟自己的生活无关

。但深圳双年展真的来了，它述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以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这两天，但凡参观了双年展的

普通市民，从展场出来发出的第一声感叹就是：原来大师们

的作品与我们的生活如此贴近。 但是，发出这声感叹的人仍

然较少。记者昨天晚上和双年展售票处工作人员一起盘点发

现，“门”开了，但却没有多少人进来，于是，一个问题摆

上了台面：一个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并已经引起国际建筑

界、设计艺术界热情关注的展会，如何吸引普通市民的参与

？如何才能让双年展像高交会那样聚拢人气，从而成为深圳

市民的又一个节日？ 1 问题：社会参与层面远远不够 昨天下

午，看完展览后，一位姓张的年轻母亲和两岁的孩子来到美

食城展区休息。她告诉记者，此前她也参观过广州三年展，

但感觉深圳双年展更有看头，因为在广州看不懂的东西实在

太多。她还特别欣赏深圳选择废旧的厂房用作双年展的展场

，“让人感觉高雅艺术一下子走下神坛”。她对双年展的兴

趣来自于她的工作她是做包装的，与设计相关。 记者发现，

两天来，前来参观的人群大多是建筑界、设计界的专业人士

以及设计院校的学生。他们与张女士一样，对双年展关注的

动因都来自于他们的职业。这说明这场主题为“城市，开门

！”的双年展，尽管大门已经敞开，但还没有调动起普通市



民的兴趣。 对这种现象，本届双年展的策展人张永和也表示

十分可惜。他告诉记者，国际上的双年展，很多也都是行内

人自己看，深圳这次展览就希望能避免这个通病。“展会投

入了很多的资金，目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市民参与，提升他

们的文化素质和对自己生活环境的认识。”张永和说。 为了

拉近与普通市民的距离，张永和在选择作品时，特意组织了

一些互动性的作品，比如网络游戏作品，又比如台湾建筑师

谢英俊组织农民修建的社区等建筑，以此加强与公众的对话

和沟通。“设计师讨论的没有什么是老百姓不懂的。”他说

。 2 原因：不少市民存在认识误区 有人把婚姻比作“围城”

，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双年展这样的高品位

艺术展会，却出现了一种类似“围城”的现象，或者叫“反

围城”现象：里面的人不想出来，外面的人却也不敢进去。 

“双年展布置得很有味道，花上20元的门票值得！”带着孩

子来看双年展的王老师欣喜地告诉记者。他说，这次参展的

不少作品看完后都值得反复回味和思考，对自己是个很大的

提升，收获的东西远远不是20元钱能买到的。但与王老师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展场外，一位70多岁的老爷爷正为20元

一张的门票反复思忖。“这样的展览为什么还要买票？有几

个人能看懂啊？”看到记者从展场出来，就大惑不解地过来

询问。他是专门带他的孙女来“看新鲜”的。 “其实，生活

本身就是艺术。”市规划局城市设计处副处长黄伟文如此对

记者说。几个月来，黄伟文都忙碌在筹办深圳双年展的第一

线，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将深圳双年展办得更加大

众化。他说，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艺术就是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而双年展就是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大众化展览，因此



，双年展的展场往往是市民旅游的一个景点。 黄伟文还特别

解释了本届双年展为何没有放在美术馆、博物馆里展出，而

是选择了华侨城的几间废旧厂房。“就是要通过这个展会改

变他们固有的看法，告诉他们，建筑和服装没有什么两样。

” 3 探讨：如何调动普通市民兴趣 “盖房子是艺术，剪裁衣

服也是艺术。所以，公众也是艺术家。”黄伟文如此深入浅

出地阐述他对艺术的理解。 组委会希望，通过举办双年展搭

建一个文化精英荟萃的平台，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化辐射

力，带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但首要的和最基本的

，是要通过这个平台，吸引普通市民关注他们所生活的城市

，进而形成对这个城市发展的有建设性的意见。因此，如何

吸引更多的普通市民参与，是本届双年展面临的一个十分重

要的问题。 对此，黄伟文认为，双年展有必要设计一些互动

性的活动，比如时装秀、PARTY、街舞、摇滚等城市文化时

尚活动，以此来吸引市民参与。在这个过程中，让他们自己

体会到，原来双年展与自己的生活如此贴近，并非可望而不

可及的海市蜃楼。 著名建筑评论家方振宁也非常赞同双年展

的互动性取向。他说，双年展就是应该有意识地打破专业工

作者和普通大众的界线，给非专业人士更多的话语权。他还

说，深圳会集了很多城市规划与建筑方面的专业人才，通过

与普通市民的互动，城市文化就被激活了。 英国伦敦AA建筑

学院教授、主任MarkCousins建议，要将深圳双年展信息发布

到中小学校，吸引少年儿童来参观双年展，要让孩子们产生

长大后成为建筑师这样的愿望。MarkCousins的这个建议与组

委会不谋而合。黄伟文透露说，组委会方面正考虑通过教育

主管部门，组织学生来免费参观，让他们接触到深圳城市与



建筑的现状和问题。 “今后的3个月展览时间，我们要通过

各种办法来吸引普通市民参观。当代艺术一定不能只在学术

殿堂和象牙塔里存在，否则就没有生命力。”黄伟文说。他

表示，门票只是一种管理手段，深圳双年展今后要走的是非

盈利性的路线。 相关链接 主办方煞费苦心 多种手段吸引市民

参与 本报记者方勤彭森报道为了吸引公众的关注，主办单位

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深南大道和侨城东路接近恩平路入口时

，记者能看到“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巨幅广告牌

，进入恩平路往华侨城OCT当代艺术中心走时，“城市，开

门！”的主题词被印在彩旗中随风飘扬。 在展览现场，记者

看到双年展设置专门的导展系统，对参展作品所要表达的问

题进行提示。此外，每件作品都有策展人的说明和评语。同

时，各展区将提供互联网终端系统，观众随时可以上网查阅

有关作者的背景，了解作者的其他作品。当然，观众也可以

对作品进行批评，现场提交书面意见。 深圳双年展不仅是国

内外著名设计师的舞台，还加入了深圳市民董国良、陈佩君

、陈中浩的设计作品。企业家董国良提出把城市“架”起来

的规划策略，治愈城市交通堵塞的顽疾；83岁的老太太陈佩

君凭借自己的双手花了40余年时间盖好了一栋4层高的楼房；

市民陈中浩用相机真实地记录下这座年轻城市25年来的变迁

。 为了吸引年轻人的互动参与，本届双年展融入娱乐城、美

食城和游戏城等内容。深圳设计师戴耘的作品《生活在深圳

》是一个巨大的棋盘，观众可以像下飞行棋一样决定走步，

“体育彩票中大奖”可以跳格，“遭遇油荒”要停步，下一

格是“超女为什么这么火”，与现实生活结合紧密的创意之

作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带着思考驻足游玩。 相关新闻 第三场论



坛“火花”不断 听众登台参与演讲 本报记者彭森报道什么样

的人才能做建筑师？在经过了前两场“太专业”的论坛之后

，昨天下午，首届深圳双年展一切入这个主题，一下子便拉

近了与听众的距离。再加上名人洪晃的灵活主持，论坛“火

花”不断，赢得阵阵掌声。其间，数名听众被邀请上台参与

演讲。 这个主题来自于做城中村研究的欧宁。他说他喜欢跟

很多不同专业的人一起工作。不同学科的人在一起工作的时

候可以碰撞出很多有意思的火花。由此引出了一个话题：建

筑师要不要科班出身？问题立即引得了比利时建筑师安格利

亚康瑞德的回应。他说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是自学的；对

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同领域的人在一起交流。1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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